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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津是秦岭南麓的一朵奇葩，是秦楚交界的一个重镇，几千年来，一直是陕南地区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闻名遐迩，声名远播。荆楚大地仅存的完好古城，耕读文化的经

典遗存，使各地的游客们心驰神往。

上津又是诸侯争霸的中心，南北交战的前沿。几代皇帝的垂青，数度战火的摧残，使

四千多岁的上津五起四落，面目全非。在千百万次的云卷云舒、几千年的花开花落之后，

历经沧桑的上津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却失去了珍贵的记忆。明代以前的上津无史，成为

近几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史志专家们的遗憾。

2011 年，郧西县委、县政府决定，利用一到两年时间，把上津古镇打造成国家

AAAA 级文化旅游区。挖掘上津历史，保护上津文化，既是上津创 AAAA 的迫切需要，也

是郧西打造文旅大县、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迫切需要。经过慎重考虑，县政府决定编纂

《千年上津》。

盛世修史，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上津没有明代以前的历史资料，“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这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毕竟，从明代以来，大明王朝及清政府组织了

多个专班，多次尝试编纂一本全面介绍上津建制经过的志书，总是因为资料匮乏望而却

步。20 世纪 90 年代，为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镇，仓促之间对上津作出了“14 次建县、6

次设郡、2 次置州”的初步结论。这项结果没有详细论证、没有明确出处、没有论证过程，

专家们不认可，给领导、游客介绍时也底气不足。因此，向省、市专家们提出编书计划

时，许多领导佩服我们的勇气，其中一位著名专家说：“没有史料，如何编书？”

专家的话既是谆谆教导，也是鼓舞鞭策；既是善意提醒，也是温婉警示。为了把《千

年上津》编成流传千年的人文著作，我们认真把握五个关键环节：

一是认真策划。编纂前，请西北大学李之勤教授、十堰史志办主任潘彦文等多位专家

教授把脉开方。经慎重考虑，《千年上津》在定位上是一部人文著作，分历史卷、文艺卷、

民俗卷三个部分。历史卷新考证的每一项论证要有确切证据、准确出处；文学卷既要有古

代诗文，还要有现代美文；民俗卷要把秦风楚韵别样民俗表述清楚。

二是多方联系。上津志书失传，但她的影子，她的某项史料、某项记载说不定就藏在

哪一珍本、善本的扉页中，或某个图书馆哪个角落布满灰尘的古籍中。为此，两年多来，

我们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院、西北大学等多个学术机构联系，收获了大

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近三百年来首次面世，网络上都查不到的，比如

上津古商王族、古 国等。

三是严密论证。至于上津的建置情况，这次我们论证的结果是，上津自三国平阳建县

以来，总共“23 次建县、7 次设郡、4 次置州”，总建置次数达 34 次，比过去“14 次建县、

6 次设郡、2 次置州”的初步结论多 12 次。在考证时，每一次何时何人建、为什么建、何

时何人撤、为什么撤等前因后果、史料出处都表述清楚，确保证据确凿，论证严密。两年

来，共论证了 12 项鲜为人知的新发现。

四是认真编辑。在收稿上，我们总共收集了 407 位作者 416 篇稿件，累计字数 201

万字。其中，年龄最大的作者 91 岁，最小的作者 18 岁。这些作者都是无偿写稿、无偿

用稿，承诺的是刊印之后每位作者送 5 本书。非常遗憾的是，鉴于容量有限，仅采用了

110 位作者的 127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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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严格评审。主要评审内容有两项，一是评审新课题、新论文，比如古商王族在上津、古 国

在上津等新论证的课题、新撰写的论文，在发表之前，我们请大学教授把关。在这些新发现、新论文

中，证据是否站得住脚？论证是否有漏洞？是否合乎逻辑？等等，自加压力，自我提问，完稿后请专

家审定，报刊发表后再由读者们、网友们质疑，确保万无一失。二是评审初编的样书，这项工作从

2012 年 12 月至 2013 年 5 月，进行过两次，一次是请县内的专家初评，增删 12 万字；一次是 2013

年 5 月的终审，聘请的有市级专家 5 位，陕西的 1 位，县内的 3 位。终审后，我们又按专家的意见

和要求进行了大范围的修改、增删，又删掉了 43 篇近 20 多万字的文章。

研究历史，重点在发现和考证；总结历史，贵在继承和前行。通过近两年的研究，上津过去模糊

的形象越来越清晰。现在我们再重新审视上津，会感到陌生，又会感到自豪。凡是郧西人或上津人，

都要为新发现的成果而感到自信，因为这些尘封往事已经被忘却了千余年。比如，上津为何是京城长

安的京畿地区？上津为何名冠三甲？郧关为何在景阳鱼窝铺？……

这些闻所未闻的历史名词，这些搁置多年的历史问题，近两年都得到了论证，课题论文都已发表

并选录在本书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书中寻找一下。结合近两年来的研究成果，以历史的思维、研

究的角度重新审视上津，不但许多困扰史志学家的难题迎刃而解，而且上津的形象也越来越饱满，越

来越有味道。

从政治上看上津，上津是中央朝廷统治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汉水上游地区的“支点”。

中国以“秦岭—淮河”为分界线。秦岭是南北地理屏障，也是西安中央朝廷的统治屏障。汉代

以前交通速度迟缓，如果没有便捷的通道，是很难掌控秦岭以南大面积地区的。往往是长江中下游

地区及汉水流域事发十几天了，西安的中央朝廷才获知消息。因此，无论是哪一个朝代哪一位皇帝，

端坐在长安大殿的宝座上面南背北的时候，面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汉水中上游地区，都颇感无奈，

无限惆怅。

因此，最迟从西周初年开始，镐京（西安）的中央政府就开通了从镐京至汉水的战略通道，即：

长安→蓝田关→商州→漫川关→上津→六郎关→甲河关。通过这条水陆交替的通道，信息从汉江传递

到都城镐京或长安，仅仅需要 2 天的时间。

在这条通道中，以上津为转折点，“长安→上津”是陆路，“上津→甲河关”是水路，上津就成为

水陆节级梯运的转运点。繁忙时刻，“水码头百艇千樯，旱码头千蹄接踵”，何等繁忙！

正因为如此，上津才是西安中央朝廷统治南北的“支点”！

正因为如此，秦朝的时候，上津属内史地，当时的“内史”就是京畿地区。

正因为如此，东汉时上津属京兆尹，“京兆尹”是当时的官名，是首都长安市长的意思。而“京

兆”，则是古都西安（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古称。

从经济上看上津，上津一度是西安中央朝廷或各个政治实体的“命脉”所在。

春秋、南北朝分裂时期，上津要么处在南北交战前沿，要么处在政治实体的夹缝之间，位居要

津，导致各个政治实体对上津格外垂青，频繁建置，无限度地提高级别，其中 7 次设郡，“郡”相当

于今天的地市一级，4 次置州，“州”相当于今天的省级。汉、唐大一统时期，上津也备受皇帝关注，

特别是唐朝，三位皇帝亲自下旨建设上津，唐玄宗时，“江淮奏请贡献之蜀、之灵武者，皆至襄阳取

道上津路抵扶风”。唐代宗时，朝廷特派商州刺史、金商均房等州观察史李叔明兼任上津转运使，上

津令郑密甚至专门负责物资转运、水陆漕运工作。唐德宗时，皇帝亲诏李皋置邮驿，从此，“盖南北

多故，从江汉而达梁、洋，必取道上津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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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上看上津，上津一度是都城西安的南面屏障。

上津位于秦岭南麓，“东带郧乡，西联商洛”，这句话中，一个“带”字充分说明古时的上津曾比

郧县发达，所以才叫“带”；一个“联”字则说明上津比郧西重要，郧西是“北抵商洛”，突出的是一

个“抵”字，只表示界线的边缘，而上津与商洛的关系则是联合的“联”字。只有同等重要，两者是平

行或平级关系时，才用“联”。所以，《读史方舆纪要》中这样说上津：“而上津者，密迩武关，蔽翼

汉中，亦东西之喉嗌也。”

正因为如此，从春秋至民国末年，上津和郧西地区有六条古道，每一条古道的终点和目的地只

有一个，就是长安或西安。而在这漫漫的古道上，又建有重重关卡。据最新研究统计，郧西古代关卡

数目达 50 个，足见这一地区军事位置之重要。

这就是古代上津的魅力。2012 年以来，当上津古代形象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上津古镇的变化越

来越大，面貌也越来越完美。县委、县政府举全县之力，支持上津文化旅游开发，投资 1.2 亿元，完

成了上津古城墙修缮、游客中心建设，完成了古镇门楼、山陕会馆、古镇浮雕等 20 多个旅游单体景

点建设，实施了集镇环境整治、集镇水厂建设、危房改造等一大批民生工程，上津古镇成功创建国家

AAAA 级景区。这两件大事一个是硬实力的体现，一个是软实力的衬托，几乎同时完成，可喜可贺。

感谢规划古城、建设古城、管理古城的参与者们，感谢《千年上津》编纂小组的辛勤劳动，感谢

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是你们的关注、鼓励和支持，《千年上津》才通过评审！是你们的理解、参与

和奉献，今日上津才再现辉煌！

祝上津越来越美好！

主编：王太宁

201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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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镜上津，穿越古城

■ 王太宁

2012 年，郧西集全县之力开发上津，古城建设如火如荼，历史研究也硕果

累累。非常有幸、非常有缘的是，在这次深挖上津古代历史的过程中，我既是

主导者，又是参与者。这件很有意义的大事，经历了一年，而这个魂牵梦绕的

美梦，我却整整做了三十多年。

—— 题 记

寻梦上津三十年寻梦上津三十年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部教科书。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上津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闻名遐迩，声名远播。可是，非常遗憾的是，每当全国各地的游客们不远千里来到上津，

迫不及待地问及上津的历史以及建制情况时，得到的回答总是苍白的。原因很简单，明

代以前，上津无史。

其实，上津明代以前无史的情形深深地刺激着一代又一代的地方史志专家们。特别

是近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们兀兀穷年，也很难使这座千年古城恢复记忆。曾有学

者这样说道，“上津像一位失去了记忆的英雄，很难想起那些曾经惊心动魄地过往云烟！”

为此，古城墙下，有多少学者在感受尘封历史时慨然长叹！金钱河边，有多少专家在品

味秦楚风韵时黯然神伤！

我是一名文史爱好者，也是上津古城的铁杆粉丝。像众多爱好上津、关注上津的人

们一样，我关注了上津几十年，也有过从希望到失望的心路旅程。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深深地意识到，史料的匮乏、历史的断档，使寻找上津过去的历史成为一个无法实现

的残梦！这个结论，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许多专家也是这样想的。似乎，这是一项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

让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2012 年，上津明代以前的历史研究实现了重大突破，不

但发现了古鄀国、古商国、上津道等过去闻所未闻的历史资料，还深挖了历史源头，全

面考证了上津的历史建制，在过去“14 次建县、6 次设郡、2 次置州”的初步结论上丰富

完善为“23 次建县、7 次设郡、4 次置州”，理清了近四千年来的历史脉络。更让人惊喜

的是，在编纂出版《千年上津》的同时，编辑了《四库全书中的上津》一书，填补了上津

明代以前无史的空白。一年多来，诸多历史新发现得到了武汉大学、西北大学、故宫博

古
国
新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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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院等专家学者、学术机构的支持和肯定，并刊发了 4 个专版。今年 90 高龄的西北大学教授李之勤，

研究上津几十年，对于上津历史研究的新成果，他感慨地说“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是一项了不起

的进步”，“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清上津明代以前的历史”。听到这样的肯定，我又惊又喜，似梦非

梦。因为这个梦，我做了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的梦，当然很长，也很有味。

第一次接触到“上津”这个地名是上初中的时候，很朦胧，也很憧憬。

我的老家在郧西县涧池乡涧池村。涧池是郧西的南大门，因境内有古人磨剑之池而得名，境内

的娘娘山很有名气，是我们学校勤工俭学的地方。娘娘山海拔 1078 米，山上现遗存有八仙石船、龙

头香、蟠桃园、灵宫殿、神猴望天等景点，晴天的时候，在山顶远望可看到武当山的金顶。一次劳动

之余，无意中在娘娘庙内的西墙壁上，发现了一块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的石碑，碑文是当年三月

三日“候选教职徐家修”偕邑庠生梁虹等五人游娘娘山后所作的一篇游记。在游记首行“娘娘山”三个

字的右边以注释的方式写道：“娘娘山，即古钖义山也！”

这个注释让我很好奇，娘娘山怎么变成了钖义山？于是请教老师。老师告诉我们，娘娘山名气

很大，不但是古代钖国、钖县的标志，被称作钖义山，还曾经属上津县管辖，是上津县的地理标志。

老师也仅知道这么多。就这样，第一次听说了“上津”这个地名。那时候听说过北京、天津，没有想

到还有一个带“津”的“上津”，竟然还在郧西境内。“那一定是个大城市！”心中无限憧憬。

第一次涉猎上津历史问题的时候，我已为人师，很茫然，也很无奈。

1982 年，我从郧阳师专毕业，光荣地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在县城关一中教语文。一次，在给学

生讲授历史文化的时候，我向学生们举例说，我们郧西的上津古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学生们

一听很感兴趣，其中一名学生好奇地问道，上津是什么时代建的？有多少年的历史呢？我一时语塞。

从中学毕业后，虽然心中一直惦念着上津，但是还真没有研究过上津！

为了给学生们一个肯定答复，教学之余，我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都没有结果。县史志办的

老主任王兴华是我同学王良的父亲，研究地方史四十多年，一听说查询上津明代以前的历史，也叹息

地摇摇头，遗憾地说：“无能为力啊！”

第一次有心研究上津历史，那是我担任夹河镇党委书记的时候，很好奇，也很自豪。

在夹河工作期间，晚上常常出去散步，有时观金钱河晚景、听汉江涛声，有时“夹河关前论清浊、

金銮山上悟人生”，思考的问题不是工作就是地方人文历史，时间长了，就暗自发问，夹河与上津难

道仅仅就是一条航道的联系这么简单么？

夹河镇是汉江上游的历史文化名镇，《隋书·地理志》对夹河就有记载，“甲郡，在夹河关”。几

千年来，地处汉江与金钱河交汇点上的夹河关水运发达，风景秀丽，不但上通安康，下达武汉，而且

通过金钱河水道直达上津，我曾用一句诗来概括说明夹河，“三山分立秦楚界，二水交融显奇观！”

从常理上说，处在“Y”型节点上的夹河是因为汉江才大富大贵，汉江的名气、流量要远远大于金钱

河（甲河）啊！但是，从地名上深入了解，却远非如此。

元朝以前，夹河镇叫甲郡、甲河堡，金钱河叫“甲水”，金钱河两边的山叫“甲山”。在有关上津、

夹河古代历史资料还不明朗的情况下，“三甲”的史料起码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夹河（甲河）镇的

得名不是因为汉江，而是因为汉江的支流金钱河（甲水）。地处汉江上游的黄金地段，不以主流汉江

命名，而以汉江支流甲水而命名，足显甲河（夹河）之重要。换句话说，只有上津至夹河之间的金钱

河航道，在战略意义上要远远大于汉江航道的时候，甲河镇的命名才会用到“甲字”。第二，古代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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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有严格的规定，“上”、“甲”等避讳名词不能随便使用。“桂林山水甲天下”是近现代对桂林的褒奖，

也只有一个甲，而古代的上津与金钱河之间，竟然有“甲水”、“甲郡”、“甲山”等三个“甲”同时出

现，充分说明，上津至甲河之间的航道非常重要。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使朝廷在命名时毫不吝啬，

把三个“甲”同时放到上津至夹河这段距离不到52公里的航道上？这在等级森严的古代是不可思议的，

却是史实。

这个问题让我好奇了很多年，这个发现使我自豪了很多年，也和上津的历史问题交织在一起，困

扰了我很多年。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我的兴趣越来越浓；随着工作的变动，接触信息的渠

道越来越宽，似乎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曙光，可是，咨询的专家越多，越失望。

2003 年，上津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在说明上津建制的情况时，初步作了“14 次建县、6 次设

郡、2 次置州”的结论。为什么说是初步呢？因为这个结论没有详细出处、没有详细论证、没有得到

专家认可，建制的次数之间也没有连续性。后来，凭借由来已久的名气和古城保存完好的原因，上津

得到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头衔。

2005 年，上津举办首届“上津古城旅游文化节”，这是近几十年来鄂陕交界三省七县一次重大的

节庆活动。为了把这次节庆活动办好，除文艺演出、文化论坛、灯会等即时性文体节目外，还编辑

了一本《上津古城诗文集》，全书近 13 万字。在这本众多专家撰文的书中，对上津建制的交代也很模

糊。在文化论坛会上，不仅是湖北省的专家，包括曾经管辖过上津的陕西商洛等地的专家，对上津明

代以前的历史问题也无奈地摇摇头。

2009 年，郧西调整发展思路，实施旅游立县战略，深度发掘天河七夕文化，短短几年时间，形

成了经济大发展、文化大繁荣的大好局面。到 2011 年初，七夕文化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全县已建

成 3 个 AAAA 级景区。为了大办旅游、办大旅游，县委、县政府又把目光聚焦到上津古城的保护与

开发上。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要想把上津古城打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

镇，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弄清上津的历史。不然，把古城建得再好，没有历史的积淀是苍白的，也很难

回答游客的询问。堂堂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竟然没有清晰的历史，搞不好又会引起争议。就这样，上津

历史和文化的研究问题又一次摆到议事日程。

为了挖掘上津的历史，上津镇党委、镇政府曾派专人专程到北京、武汉、上海等地的大型图书

馆，查阅有关上津的旧志或史料，都是满怀希望而去，失望而归。到 2011 年底，上津明代以前的

历史沿革、建制沿革仅限于明代《郧阳府志》中的 200 多字，繁体翻译成简体加上标点也仅仅 227

个字，即：

上津古商国地，为禹贡梁州之域。春秋时属晋，所谓晋阴是也。战国属秦，以封卫鞅。及

有天下，属内史地。汉为商，属弘农郡。武帝时置司隶校尉部及十三州刺史部，此属司隶部。

东汉改属京兆尹。晋初为京兆南部，后置上洛郡领之。西魏始改上津，属洛州。后周改洛州为

商州。隋炀帝复置上洛郡，以上津属。唐又改商州领之，隶山南东道。宋仍属商州，隶陕西永

兴军路，后省入均州。国朝复置上津县，属襄阳府，隶湖广下荆南道。成化十二年流贼作梗，

都御史原杰奏立郧阳府，改属焉，隶如故。编户八里。

这就是上津明代以前的历史，用 227 个字叙述了上津几千年的沧桑。四百多年来，这也是上津明

代以前正史的唯一解读。由此可见，上津真是“多为古人知，鲜为今人晓”！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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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现象呢？其历史断档的原因作以下分析：

一是隶属关系变更太多。春秋时代，上津曾隶属一千多里外的山西晋国，名曰“晋阴”。战国时

期，上津又属秦国。在不同的时代，先后隶属过陕西、四川、湖北等多个行政区域。无论隶属哪个政

治实体，上津都属于边远地区。隶属关系变化快，在每一个政治实体的行政区划中总是边远地区，容

易被忽略。

二是战乱频繁、裁撤频繁。上津建县、设郡、置州的总数达几十次，建制更替太频繁，且大多

数裁撤是外来政权武力侵入后的调整，这样带着仇恨的撤并，历史文档难以保存。

三是频繁移民，削弱本土文化。上津移民在三国时代就有，到明清时期达到高峰。移民太频繁，

本土文化难以传承。按文献资料，明朝以前上津是有地方志的，但早已失传，渺不可寻。

四是人口锐减。上津几度繁华，也数度遭遇灾难。金兵掳掠后，上津人烟寥寥。元末明初，上

津经过几十年的战乱，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统计人口时，上津全县只剩下 163 户 2797 人。

一个享誉陕南、蜚声湖广，又与十三朝故都西安有密切渊源的千年古县，全县人口仅达两千多

人，这里面还有大部分是来自外地的移民，本土的文化人又有几个？仅有的几个文化人中又知道多少

古代历史？

历史文化难以传承，历史资料踪迹全无，正当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一个号召、一次推荐、一

个决定使几乎走进死胡同的上津历史研究课题柳暗花明。

十二项历史新发现十二项历史新发现

2011 年底，县委、县政府决定，利用一到两年时间，把上津打造成国家 AAAA 级文化旅游区。

时间紧，任务重，县委书记胡俟亲自担任指挥长，号召“集全县之力建设上津”。新任县长杨华林要

求深挖上津历史，用“软文化”为 AAAA 级景区提供“硬支撑”。承蒙组织信任，我担任上津古城开发

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为确保 AAAA 级景区顺利达标，经过多次会议研究，决定编辑出版《千年

上津》一书，挖掘上津历史，为 AAAA 级景区创建鼓与呼。几乎在每一次研究讨论会上，到会的同志

一致要求，鉴于过去上津历史研究走过的弯路，这次编纂出版《千年上津》时必须解决这样几个问题，

以解千年之惑：

第一，上津历史的源头到底是哪个朝代？上津的历史到底有多长？

第二，上津建制的源头到底是哪个朝代？每一次为什么建？谁人何时建？为什么撤？谁人何时

撤？建制的详细经过是什么？还要考虑建制的连续性问题。

课题定好了，由谁负责呢？初步想法是请省市史志专家。县史志办与省市史志部门联系后，得

到了这样的答复：

一是省市史志部门也缺乏上津的史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二是按行规和惯例，编纂一本以历史考证为主要内容的人文图书，需要很高的费用；

三是专家们都很忙，时间宝贵，不可能拿出一整年的时间来聚焦上津。

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件必须快办、必须办好的大事、好事。上津的历史源头就是

郧西的历史源头，搞好上津的历史研究，对郧西乃至十堰都有深远的意义。作为《千年上津》的主编，

我又深深地感到兹事体大，史志专家们没有时间聚焦上津、研究上津的现状更让人纠结。这个时候，

县政府办副主任吴世泽、史志办主任李柏青提议，干脆找一位本土历史爱好者试一试！经过遴选，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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